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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民办高校教学队伍
建设探究

陈杨 程瑞 李雪莱

大连科技学院，辽宁 大连 116045

摘要：本文以课程体系、教学模式和考核机制改革为核心，提出三方面举措：一是构建“理论-

实践-素质”融合课程体系，增设专创融合课程，促进教师积累工程案例；二是推行项目化、混

合式教学模式，打破课堂边界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；三是实施分类考核机制，平衡教学、科研与

竞赛权重，激发教师创新动力。实施成效显著，研究为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系

统性解决方案，助力实现“教学-科研-产业”协同发展，为区域经济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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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在国家教育现代化战略驱动下，《中国教

育现代化 2035》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教师队

伍的目标，民办高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

补充，亟需破解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难题。当

前，民办高校教师普遍存在教学与科研能力失

衡、实践经验转化不足等问题，制约了应用型

人才培养质量
[1]
。本研究聚焦辽宁省民办高校，

以课程体系重构、教学模式创新及考核机制优

化为抓手，探索教师队伍创新能力提升路径。

通过整合政策导向与院校实践需求，旨在构建

“理论-实践-素质”协同发展的教学生态，为

区域经济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提供理论支持

与实践方案
[2]
。

2 民办高校教学队伍建设的意义

2.1 国家政策导向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 2019 年印发的《中国

教育现代化 2035》明确提出“建设高素质专

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”，强调通过教师队伍的

结构优化和能力提升，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。

教育部在《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

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中进一步指出，高校

需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，打造高水平教学队

伍，深化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。与

此同时，《辽宁省“十四五”教育发展规划》

明确将“推进教师队伍创新能力建设”作为民

办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，要求通过教学

改革与团队协作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
[3]
。

2.2 民办高校发展需求

民办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在扩大教育供给、服务区域经济发

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然而，相较于公办院校，

民办高校普遍面临教师队伍建设的瓶颈问题：

部分教师由企业转入教育行业，虽具备实践经

验，但教学设计与创新能力不足；青年教师科

研参与度低，教学与科研脱节，难以形成可持

续的创新能力培养机制。

在此背景下，如何构建一支兼具理论素养、

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的教学队伍，成为民办高

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。

3 提升民办高校教师队伍创新能力的

举措

3.1 以课程体系建设为载体，激发教师改

革精神

为满足现代化工业对人才的需求，构建理

论教学、实践能力培养和素质教育相结合的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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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体系
[4]
。

理论教学涵盖通识、专业和双创课程，融

合理论知识与创新思想。整合并更新课程内容，

形成结构合理、主线清晰的教学体系。

实践能力培养注重通用、学习和实践能力，

提升创新能力。增设专创融合和理实一体化课

程，教师积累工程案例，关注新技术，丰富教

学。

素质教育关注学生素养和心理健康，设置

素质学分，鼓励技能培训和创新竞赛，促进自

我展示和潜力挖掘，维持创新热情。

课程建设和创新竞赛指导中总结经验，探

索新方法，激发教师创新思维和改革精神
[5]
。

图 1 课程体系与教师改革精神间的关系

3.2 以教学模式设计为重心，培养学生创

新能力，自律意识

鼓励在教学中采用分组教学、混合式教学、

项目化教学等方式，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、

团结协作的精神、客观辩证的思维模式等素质。

打破课堂学习的壁垒，将教学延伸至网络、图

书馆、实验室、合作企业等，引导学生积极主

动地学习，促进学生专业知识及能力上的个性

化发展。结合学生与教师双方的特点积极探索

以“开放”、“互动”为特征的教学模式。

3.3 以教学改革为核心，提升教师教研能

力

教学改革是在对教学对象、教学环境、专

业发展、社会经济需求等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

的基础上，对现有问题进行的优化处理。通过

教学改革实现教师教学水平提升、高水平教师

队伍培养、教学资源整合，促进教师合作，最

终将改革成果应用于学生能力培养。

3.4 以多样化考核保障教师可持续发展

多样化的教师教学水平考核，是教师教学

水平稳步提升的有效保障，教师队伍可持续发

展的动力。教学水平绩效考核应充分考虑教师

自身的特点和定位，合理平衡教学、科研、竞

赛等关系。科学地确定它们在考核体系中的权

重，切实制订实施教师分类管理办法，引导教

师正确处理各种工作的关系，从而促进教师队

伍的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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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提升教师创新能力举措之间的联系

4 建设成果分析

4.1 课程建设成果

课题申报至今，教学团队课程建设成果准

建完善，成果资源数量及质量大幅度飞跃。

表 1

类别 级别 数量

辽宁省跨校选修课程 辽宁省教育厅 3

酷学辽宁平台课程 辽宁省教育厅 5

省级一流课程开展“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” 校级 1

校级一流课程 校级 6

校企合作课程 校级 3

校级优质课程 校级 10

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校级 5

合计 18

4.2 学生竞赛获奖

根据 2006-2024 年奖项统计数据显示，在

竞赛成果方面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。早期

（2006-2019 年）国家级 A类奖项积累为零，

省级二等奖以上奖项仅 2 突破后高速增长，

2024 年预计达 25 项，2021-2024 年复合增长

率超 100%。省级奖项同步跃升，2020-2024 年

总量增长超 12 倍，阶段性增速波动反映政策

导向或资源投入的阶段性影响。数据表明，该

机构（或领域）的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效率在

近五年取得突破性进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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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

2006~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

国家级奖项（A

类）
0 0 3 9 11 25

省级二等奖以上

（A类和 B类）
2 7 18 41 44 87

图 3

4.3 教学改革成果

近年来，教师们在教学改革方面表现出了

高涨的热情，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：

表 3

类别 数量

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教改课题 3

中国电子劳动协会的课题 1

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的课题 2

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1 项（结

题）
1

辽宁省职业教育“十四五”规划教

材
2

国家级职业教育“十四五”规划教

材
1

省级和校级教改项目的中期检查工

作
8

4.4 科研成果

教学团队的科研成果取得了显著提升。

表 4

类别 数量

纵向课题 11

横向课题 进款额 106.4 万

B 类以上文章 25

知识产权 29（获批 14）

5 结论

本研究通过系统性改革，验证了民办高校

教学队伍创新能力培养的有效路径。课程建设

方面，建成省级课程 8 门、校级课程 24 门，

专创融合课程显著提升教师工程案例积累能

力；教学模式上，项目化与混合式教学推动学

生竞赛获奖实现突破（国家级 A类奖项从零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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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5 项），复合型人才培养成效显著；考核

机制中，分类管理平衡教学、科研与竞赛权重，

激发教师纵向课题（11 项）、横向课题（进

款 106.4 万元）及知识产权（获批 14 项）的

科研产出。研究成果表明，课程体系、教学模

式与考核机制的联动改革，可有效促进“教学

-科研-产业”协同发展，为民办高校实现内涵

式转型提供可复制的范式。未来需进一步深化

校企合作，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新模式，

持续提升教师队伍的创新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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